
■催化物內含納米管道卻長達400公尺，管
道中的過渡金屬會振動、破壞空氣中的雜
質。 受訪者供圖

■帶有病毒等空氣懸浮物的空氣會相繼通過初效、高效能過濾器
及活氧產生器，機器釋放的活氧能消毒、殺菌。 受訪者供圖

新冠肺炎持續肆虐，研

究顯示，病毒於特定環境

下能於空氣中漂浮長達三

小時，需要同時提防空氣

傳播的風險。針對包括校園在內的高風險處所，兩所本地科技企業進行跨

領域合作，從室內空氣環境入手推動防疫。他們獲得創新科技署特別抗疫

計劃資助200萬元，研究將空氣淨化系統配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

自動調節風向、溫度、濕度，於三所學校中實地驗證如何有效捕捉空氣中

的細菌與病毒，提升抗疫成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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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風」自動殺毒 校園大數據抗疫
兩科企獲創科署資助200萬 三學校驗證系統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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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因應本港疫情有緩和趨
勢，全港學校將於本月下旬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師
生家長普遍為復課在望感欣喜，樹仁大學學生會近日
卻諸多事實，竟稱校方決定10月恢復面授是「危及公
眾健康」、「朝令夕改」、「未進行諮詢」云云，極
力爭取繼續留家學習。事實卻是連幼稚園生都將於9
月底全面復課，這番嬌生慣養的「大學生宣言」，實
在令人啼笑皆非。

仁大10月5日恢復面授
該學生會昨日凌晨向校方發公開信，引述校方前日

（5日）向全體師生宣布，將於10月5日全面恢復面
授課堂，理由為疫情有放緩現象，加上師生對面授課
堂有熱熾期望。
學生會對此卻持相反意見，危言聳聽稱恢復面授

「有機會使校園迎來武漢肺炎的新一波爆發，危及公
眾健康」，又稱對校方「在並未進行諮詢的情況下匆
忙調整教學安排之舉表示失望」。
信中不斷放大所謂「健康關注」觀點，宣稱「數以

千計的師生聚集於校園內仍然存在感染風險，一旦出
現確診個案極有可能造成下一波爆發」，因此建議校
方應繼續沿用混合上課模式，好讓學生能自主選擇面
授或網上教學模式。

學生會其後又上綱上線批評校方「頻繁地調整政策使
其無所適從」，要求校方往後「能諮詢師生意見」、「避
免政策朝令夕改造成混亂」，後來更無理地將矛頭指向
特區政府，無的放矢的行文讓人不明所以。
事實上，本港過去一段時間疫情反覆，學校適時更

新教學相關應變措施在所難免。尤其該校已預早一個
月公布恢復面授日期，所訂日子甚至比幼稚園學生恢
復面授來得更晚，但學生會依然死纏爛打，令人質疑
公開信是出自一群無心向學的學生手筆。

幼園9月都復課 仁大學生會卻拒10月返學

■樹仁大學宣布將於10月5日全面恢復面授，卻遭樹
仁大學學生會阻撓。圖為樹仁大學。 資料圖片

疫情「攻勢」凌厲，老人院舍等多個室
內環境已曾接連出現感染群組，隨着

學校復課在即，課室或動輒坐滿二三十人，
除基本的清潔消毒工作及維持社交距離外，
室內空氣調節監測對防疫亦相當重要。
主力研發空氣淨化技術的信山實業及專

注人工智能系統的Swanland.AI，特別針對
性合作開展「利用智能NCCO空氣淨化及
其他多管齊下系統於學校設施」研究，早前
並獲創新科技署「公營機構試用計劃」抗疫
特別徵集批出約200萬元，計劃為期八個
月，將在三所官立學校作試驗。

防病毒亂飄 清消毒水殘味
信山實業董事陳志強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一般的傳染病都是經飛沫等接觸傳
染，傳染力相對有限，但近月有科研報告甚
至世衞都指，新冠病毒能藉氣溶膠等形式漂
浮在空氣中最長達三小時，「洗手、清潔地
方固然重要，但在課室等人口密集的地方，
如有隱形傳播者，那麼其他同學也有機會被

漂浮病毒感染。」
課室通常為「單向式風流」，若靠近冷氣

或風扇的學生發病，病毒或會隨着風流飄散
到課室各個角落，「如果病毒尚未進入身
體，那麼殺死病毒其實很簡單，我們可以先
用風流形式捕捉病毒，再用氧化形式去殺死
它。」不過，需要防範的不只是空氣中的病
毒、細菌，還有噴灑消毒藥水後殘餘的氣
味，「這些濃度高的消毒用品，既可以氧化
細菌，但對人類的呼吸系統同樣會造成傷
害。」

「電子鼻」自動開冷氣避汗臭
Swanland.AI主席廖家俊表示，為發揮淨
化器的最大功能，團隊因應學校實際環境設
計人工智能管理系統，利用分布式感應器監
察室內溫度、濕度、空氣懸浮粒子、二氧化
碳濃度、總揮發性有機物等數據，計算出最
合適的溫度、濕度等並進行調節，全自動管
理室內鮮風及內循環。
廖家俊形容，課室內感應器就如一個個

「電子鼻」，能通過判斷空氣質素的改變而
決定是否需要校工用漂白水清潔課室；他又
舉例指，若學生上完體育課，可預期課室會
充斥汗臭味，空氣較差，那時也可以通過人
工智能系統，自動計算開啟冷氣機的時間。
陳志強提到，若以手動調節冷氣、風扇
等，難以照顧所有人的需要，「開大冷氣，
二氧化碳濃度則很高，細菌容易聚集；若關
細冷氣，又有人說很悶熱」，故有必要以智
能系統作為統籌，給出一個客觀、可靠的數
據。

數據公開讓學生學STEM
廖家俊補充指，智能系統亦具備遙距控

制的功能，校方可以實時監控各課室的空
氣質素並進行調控。此外，空氣淨化系統
甚具透明度，不只校長、校方能獲取數
據，「我們會將教室的空氣質素數據開放
給學生。」讓學生利用數據進行統計、分
析，成為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的材料。
廖家俊透露，是次計劃服務學校包括中

小學及特殊學校，「特殊學校裏面有寄宿
生，相信我們的合作更能發揮優勢。」由
於是次計劃以「研發、落地實踐」為主要
目的，故會按學校實際情況，在課室、禮
堂、教員室等地方進行測試，從而得到更
全面的數據。

NCCO（Nano-Confined Cata-
lytic Oxidation）氧聚解空氣處理
技術於2003年，由香港科技大學
創業計劃成員研發，至今已經獲
得多國發明專利。相關產品已經

在內地200多所主流醫院、18個國家及地區中使用，
業務涵蓋醫療服務、工業去污、家用產品等。
陳志強介紹指，帶有塵埃、花粉、病毒等空氣懸浮

物的空氣會相繼通過初效、高效能過濾器及活氧產生
器，機器釋放的活氧能消毒、殺菌，並對大腸桿菌、
流感病毒等加速氧化分解；當受污染空氣進一步經過
氧聚解反應層時，顆粒狀催化物則會吸附並鎖住污染
物。由於催化物直徑只有0.4厘米，但內含納米管道卻
長達400公尺，管道中的過渡金屬會振動、破壞空氣

中的雜質。在淨化過程中，氣體污染物、甲醛等會引
起異味的物質會被清除。

室內一分鐘換氣兩次除空污
他表示，是次計劃將透過人工智能系統自動調節

NCCO系統、冷氣等設備，「我們要讓房間裏面充滿
經過處理、過濾的新鮮空氣；並透過內循環系統，讓
室內所有空氣都在一分鐘內進行兩次換氣，從而處理
掉空氣中的大部分污染物。」
據介紹，上述系統已經被廣泛應用，系統的優勢是

維修費用較同類產品節省了八成。主要是由於污染物
經過NCCO系統會被分解為二氧化碳及水分子，比起
活性炭等產品，耐用度更高，亦不需要更換濾芯，整
個過程更環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創科署
針對抗疫
推出特別
計劃時，
亦鼓勵了

民間發揮力量，共同抗疫。信
山實業及Swanland.AI期望，
是次合作能以創新靈活模式打
破各自既有業務與技術框框，
加速推動香港以至大灣區整體
創科發展。
「在香港，要讓科研『落
地』其實有難度。提到創新科
技，最有效率的方式一定是當
地研發、當地支持，並在當地
推出市場。」陳志強坦言，就
算特區政府在「塔尖」投放大
量資源，但香港市場太小，
「一家內地或外國家電或科技
產品公司可能有兩萬家分店，
但香港最多可能只有幾十
家。」他表示，今次項目涉及
跨領域研發，若只由一家科技
企業從頭開始發展全新業務，
「條路就很難走」，而雙方合
作則能利用各自優勢，「於最
短時間做最多的事。」
陳志強又認為，香港創科界

正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重大機
遇，今次「空氣淨化ＸAI」兩
類初創公司合作的經驗，或許
能與業界互相借鑒，若共享資
源、各自發揮所長的模式能成
為主流，相信能大大加速推動
創科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科大研發技術 耐用環保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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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優勢
■■陳志強陳志強((左左))及廖家俊及廖家俊((右右))講解講解「「利利
用智能用智能NCCONCCO空氣淨化及其他多管空氣淨化及其他多管
齊下系統於學校設施齊下系統於學校設施」」研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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